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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行程二万五千里，摆脱了国民党军队重兵的围追堵截，翻越座座高山，涉过无
数江河，走过有“死亡之旅”之称的草地。
党中央率领的中央红军一路艰难西行北上，1935年10月19日先头部队到达吴起镇，11月2日与陕北红军
会合，在陕北建立起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中央红军过草地期间，毛泽东所率领的党中央与张国焘错误路线进行了一场“北上南下”的斗争
，避免了红军中的一场“内讧、内战”。
党中央一路北上，实现了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军在陕北的会合，壮大了革命力量，赢得了红
军的全面胜利。
　　读长征史，走胜利路。
中国红军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由失败走向胜利。
最后一举战胜日本侵略者，一举打败了蒋介石国民党反革命集团，解放了全中国。
　　2004年9月，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军委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高度赞扬红军精
神，并要求全军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精神，将红军历史代代相传。
江泽民同志说：“希望军队永远保持老红军的政治本色。
我军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军队，自红军时期起就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这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集中反映了我军的性质和宗旨，体现了我军的政治本色，是我军的宝贵精神
财富。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必须长期抓住并认真解决好的一
个重大课题。
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全军官兵要始终珍惜我军的光荣
历史，继承和发扬我军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身体力行地把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一代一代传
下去。
”　　2006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3次集体学习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说：
“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
，正确创造未来。
”胡锦涛指出：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
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长期英勇奋斗的
真实纪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生动教材，是中
国共产党人光荣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
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和充分运用这个精神宝库。
曾几何时，毛泽东同志也曾多次号召全党都要“学点历史”。
不读红军历史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
　　中央红军从遵义到陕北的长征之路，也记下了党中央与张国焘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从中可以领
略到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2006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五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面胜利七十周年纪念。
在此，让我们一起重温党的历史，重走长征路，让红军艰苦奋斗的精神磨炼我们的意志，让红军顽强
、拼搏、战无不胜的精神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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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截取了红军各方面军长征中过草地前后的历史片断。
从两河口会议，直至会宁三军会师。
重点描述了党中央同张国焘分裂活动进行的有理有节有智慧的斗争。
证明了党中央坚持北上这一高瞻远瞩的战略，能够确保三军大会师，赢取长征胜利的重要性。
　　歌颂了广大红军指战员敢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坚定信念的乐观主义精神、不屈不挠的拼
搏精神、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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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两河口，说的是从西北方向的梦笔山和东北方向的邛崃山流过来的两条溪流汇合在这里，取名为
“两河口”。
　　现在，一支军队从大别山来到这里，另一支军队也从井冈山即将来到这里。
　　毛泽东与张国焘这两支军队就像两河口——从两个不同方向穿山越岭汇集过来的两支溪流，在川
西高原终于要会合了。
在高原上，两支军队的领导者真诚地相互拥抱着，相互拍打着对方的肩膀，双方各自的心里感受是，
终于能壮大自己的力量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早期，张国焘在党内最高领导层里，主要分管党的工人运动，曾经领导过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和上海五卅运动，曾代表中共出席在苏联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
体大会，曾同列宁见过面，但他也屡犯错误，受到过共产国际的批评。
张国焘在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期间，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将领的大力相助下，苏区红军发
展到10万余人。
　　张国焘习惯于发号施令，不习惯听从别人的指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马上要会合了，在党内
论资历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的。
　　而毛泽东却没有张国焘那么风光，1926年5月25日，毛泽东自辞别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一职后，
多数时间生活、战斗在井冈山，毛泽东扎根在中国最广大的区域——农村群众之中，长期奔波于最基
层，他依靠自己的精明才干，组织广大的农民运动，经他的组织，湖南各地农民协会会员达40万人。
在韶山建立和扩大了基层党组织，不断壮大了革命力量。
　　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前，这一带红军也发展到10万余人，中央迁入瑞金后，毛泽东便屡
受排斥和打击，直到遵义会议前，毛泽东一直在郁闷孤独中度过的，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才进人中央
政治局常委，取得了领导权。
　　张国焘带领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从通(江)南(江)巴(中)转移撤到川西高原，等待中央红军的到来。
　　红四方面军在进入川西高原时发展到8万人，面对强大的敌人，张国焘显然不是蒋介石的对手，
攻打大城市的理想一再失败。
如实施进攻陕南计划，与胡宗南、杨虎城正规军作战，只能是得不偿失。
　　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前，由于中共中央代书记的博古、“军事专家”李德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
的损失比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损失更为惨重，被迫实施长征时已不到3万人。
　　多年来的隔山作战，毛泽东与张国焘都不知道对方到底有多大实力，见面后，才知道期望值过高
了，尤其是张国焘更没有想到，红一方面军会是这样的难堪。
　　为了这次会师，毛泽东与张国焘已经盼望等待了很长时间。
　　毛泽东和张国焘这两位中共党内最有实力的政治领导人终于要走到了一起。
　　西进策应中央红军　　红四方面军在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为保存有生力量，转移到鄂边一
带，后被迫实行长途战略转移。
　　四方面军在撤离鄂豫皖时向中央报告说：“此次鄂豫皖战区未能冲破包围，客观原因系革命发展
不平衡，战区处交通便利、四面受敌、反动势力较雄厚之区域。
在此次激烈斗争中，并未得四面工农，特别是交通界城市工人的最低赞助，最主要的是战区政治工作
和政治领导之错误，对敌人估计不足，发动赤区群众反包围不够，发动白区士兵斗争的工作不够，省
委之白区机关工作方式在紧急斗争时完全表明不能胜任。
即中央(与)各区的红军亦未有更有力的配合行动，中央未能供给战局最低必需之政治、军事、技术的
无产阶级的干部，亦是原因之一。
我四方面军精锐英勇慷慨，我以孤军大敌数倍之敌，转战千里未曾一挫锐气，便终被迫脱离赤区。
鄂豫皖赤区尚有近三万枪之游击队，必能在困难条件下斗争而有发展。
红四方面军现已到鄂豫陕边，当以联合湘鄂西、鄂豫边、陕甘边赤区和红军，形成襄江上游之巩固赤
区和红军为目的。
”　　当四方面军进至鄂陕边界的漫川关地区时，却被挡住了西进去路，杨虎城的重兵已卡住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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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率部已从后面追了上来，将四方面军合围在康家坪至任岭的深山峡谷中，四方面军召开高级干
部会议，研究对策，会上意见不统～。
张国焘说：“化整为零，让部队分散打游击。
”徐向前说：“这怎么行呢?这支部队不能够分散，在～块儿才有办法。
我们好比一块整肉，敌人一口吞不下去，如果分散，切成小块，正好被人家一口一口地吃掉。
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分散打游击，要想尽一切办法突围。
”当时陈昌浩和其他一些指挥人员都赞同徐向前的意见，情况非常紧急，分秒必争，张国焘也就表示
同意大家的意见，决定集中突围。
　　由于漫川关突围行动迅速，利用敌人合围圈不够严密的时候，夜间，许世友团长率领的红二十师
三十四团和韩亮臣团长率领的七十三师二一九四团侧攻，三十四团正面突击，二一九四团配合，一举
攻占了北山垭口，为全军打开了通道。
　　四方面军漫川关突围后，越过雄奇巍峨的秦岭山脉，向汉中推进，四方面军打算在汉中建立根据
地。
汉中，历史上赫赫有名，曾是汉刘邦养精蓄锐、回定三秦、夺取天下的战略出发地。
四方面军随后又进军到大巴山川北地区，开创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有一个好的传统，部队走到哪里，宣传就到哪里，满街满墙，甚至在大石头上、山间大石
板上都要张贴和涂写红军宣传标语，至今在通、南、巴及青海等地石壁上仍保留着红军书写的宣传标
语。
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与地方军阀头子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等数股军阀势力25
万余人进行了殊死拼杀。
红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十个月反六路围攻的战役，取得了胜利。
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在战争中承受了牺牲、苦难的压力。
红军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的觉悟，依靠军民的团结，依靠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川陕人民终于熬
过了十个月的战争难关，胜利保卫了革命果实。
1935年1月22日四方面军收到中央和军委的来电，电文说：“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
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口，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
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我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
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人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地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
我们建议你们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
”并要求四方面军作战方针从速决定电复。
　　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人敌后，运动歼敌，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江北进。
徐向前回忆说：“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将离开川陕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发展。
认为，如果不是中央红军的处境相当艰难，中央不会作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
头等紧要的事。
”　　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实现川陕甘计划，四方面军又挥兵南进，攻克仪陇、苍溪，强渡嘉陵江
，攻打剑门关，后又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青川、平武、彰明、北川等县城，共歼
敌20多个团一万余人。
如当时四方面军坚持一鼓作气、长驱直入，攻下甘南，实现“川陕甘计划”，红军就可能得到更大的
补充，中央红军北上就有了立脚点，形势就会大不一样了。
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12日强占北川河谷，夺取土门险关，占领了茂县、纹川、理番(今理县)，北进
至松潘，想一举占领松潘县城，扼控从川西北通往甘南的咽喉要地，但被胡宗南抢先一步，控制了松
潘，四方面军一部攻打后未能如愿，后撤回到茂县、理县一带。
四方面军进行全面休整，准备迎接和等待中央红军的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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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5200平方公里茫茫草地，海拔在3000至40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0℃以下，昼夜温差可以达30℃，
风雹雨来去无常。
　　草地内河道迂回，水草错节，积水淤黑有毒，触及伤处随即红肿溃烂，更别提饮用。
草甸下泥泞不堪，浅处及膝，深处没顶，稍有不慎，即难自拔。
　　红军指战员，以大无畏的精神克服了高原气候、迷途泥潭、饥寒交迫、疲惫伤病等数不尽的险恶
，各方面军先后四次穿越草地。
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亘古未有，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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